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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D地

曲靖历称滇东重镇，是云南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工农业生产

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云南首批对外开放城市之一的曲靖，经济与社会

事业蓬勃发展，成为以卷烟、煤炭、机械、轻纺、化工、食品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城市，滇东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随着经济的振兴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对外经济、文化往来不断增多．城市的辐射功能也日益增

强，这座现代工业城市正以其磅礴的气势在云南东部崛起。

曲靖市位于云南省东部。地跨东经103。29’～104‘14’、北纬25‘07’--26。06’之间。东邻富源、罗平县，南

．接陆良县。西与马龙、寻甸县毗邻。北与宣威、会泽县交界。全市总面积4321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占总

面积的79．5％，坝区面积占总面积的20．5％。曲靖坝子位于市境中偏西部。面积387．4平方公里。为云南

省第五大坝子。市区位于曲靖坝西缘。西距省会昆明市118公里(直距)。曲靖地区行署、曲靖市人民政府

驻市区。1987年末，全市总人口79．21万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83人。

曲靖市地处滇东高原中部。地形呈北高南低、东西高中部低，山地、丘陵、盆地(坝子)、河谷槽子相间

分布，组成波浪起伏的高原地貌。境内山脉属乌蒙山系南延部分。全市最高点在西北与会泽县交界的牛角

山。主峰海拔2527米。最低点在西北角的德泽乡热水村，海拔1650米。市区中心海拔1881米(麒麟池)。

马雄山位于市区东北54公里处，东北、西南走向，海拔2444米，是南盘江、北盘江和牛栏江的分水岭。1985

年，国家水利电力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正式勘定，马雄山东麓为珠江发源地。

境内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牛栏江和转长河，分别属于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南盘江为珠江上

游，境内流长135公里，流域面积2304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53．3％。

曲靖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气温14．5℃，降水量1045毫米，无霜期257天，降雪6天。日照

时效2085小时。

土壤有棕壤、黄棕壤、红壤、水稻土、紫色土、石灰(岩)土、冲积土、沼泽土、草甸土等9大类。其中分布

面积较大的是：红壤442．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77．88％；紫色土53．48万亩。占9．42％；水稻土52．18万

亩。占9．19％。

市境内自然资源丰富。主要矿产资源有煤、磷矿、石灰石、陶瓷土、耐火粘土、大理石等。其中，已探明

储量的：煤炭12．16亿吨，磷矿2．9亿吨。陶瓷土375万吨，石灰石507万吨。耐火粘土276万吨。主要植物

资源。用材林有云南松、华山松、罗汉松、云南油杉、柳杉等；药用植物有党参、当归、白芍、黄连、茯苓、半夏

等。森林覆盖率27．7％。水资源总量15．7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6．83亿立方米。平均每年可利用水量

3．05亿立方米，占总水量的19．4％。

曲靖。是云南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西汉元封二年(前109)。设置味县，属益州郡。蜀汉建兴三年改益

州郡为建宁郡．治味县。不久。又把廉降都督从平夷县(今贵州毕节)迁来味县。统领南中七郡。从此，味县

成为南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天宝末年。统治南中的爨氏败于南诏。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

随之转移到洱海地区。
7

唐贞元十年(794)．南诏设石城郡于味县。属拓东节度。蒙古统治者进入云南初期，设中路总管府驻石

城(曲靖)。辖石城、普摩(越州)、纳垢(马龙)千户。元至元十三年(1276)。改中路总管府为曲靖路总管府，

改石城千户为南宁州。改普摩千户为越州。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南宁州为南宁县。明洪武十五年

(1382)．设曲靖军民府，驻南宁(曲靖)。洪武二十八年(1395)，废越州。并入南宁县。清雍正五年(1727)．

2。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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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交水县为沾益州。

民国2年(1913)废血靖府，改南宁县为监靖县，改沾益州为沾益县。民国36年(1947)设第二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驻曲靖。

1950年初。先后成立曲靖、沾益县人民政府。同年。设曲靖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血靖。1958年5月。

曲靖、沾益县合并为曲靖县。驻西平镇。同年11月，撤销马龙县并入益靖县。1961年4月析复马龙县。

1965年7月i恢复原监靖、沾益县。1983年9月．撤销曲靖、沾益县。成立曲靖市。

1987年底，全市辖城关、西平、花山、越州、三宝、东山6镇和德泽、菱角、炎方、播乐、盘江、白水、大坡、

沾益、环城、西山、珠街、沿江、潇湘、茨营“乡，161个村公所。63个办事处。

●一

曲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经济发展缓慢。长期以农业为主。伴有少量的手工业和小范目的商品交

换，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民国时期，交通、商业和手工业等有所发展；但社会经济仍比较落

后，人民处于贫困之中。1949年。曲靖、沾益两县总人口3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95％，工商业者占

4％。在城镇和农村，仅有生产土陶、土布、铁器、竹木器和食品加工等少量的手工业。唯一的工业企业只

有曲靖城的一家火柴厂。有工人200余人。年产火柴I万箱左右。

1950 1987年。曲靖的国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

人民生活也相应有了较大的改善。1987年社会总产值153702万元．人均1940元。国民收入77454万元。

人均978元。国民生产总值89405万元．人均1128．7元。工农业总产值113466万元．比1952年增长37．3

倍。年均递增12．41％。其中：工业总产值85908万元，年均递增15．16％；农业总产值27558万元。年均递

增7．2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尽管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使农

业一度受到挫折。但38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发展的措施．使农业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一是在50

年代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引导农民逐步走农业合

作化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3年至1956年的4年间．粮食产量年均递增6．I％。农业

总产值年均递增11．4％。二是大力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38年来，共计投资11463万元(其中国

家投资8841万元)。兴建水库、堰塘等蓄水工程624件，总库容量达3．54亿立方米。引水工程5件。长70公

里。建成固定提水泵站548站、267台，装机容量2．78万千瓦。治理河道35．3公里，大大改善了农田灌溉

条件和防洪抗灾能力。三是80年代初期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1980年至1984年

的5年问，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增8．3％。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7％。四是推广农业科技，实行科学种田。改

革耕作制度。扩大小春播种面积和复种指数．蚕豆、小麦复种指数由50年代的120％扩大到踟年代的

132％。对水稻、包谷、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选育良种。引入优良品种和科学栽培技术。增加农肥、配合

肥、化肥施用的面积和数量，改良土壤．增强土地的肥力。使用农业机械，1978年机耕面积21．3万亩。占当

年耕地总面积的30．45％。80年代以后。大型农机较少，小型耕作机械逐年增多，弥补了大型耕作机械的

局限。同时普遍使用农药，加强了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从80年代开始。推广薄膜育秧．合理密植。单

产量不断提高。1983年。水稻、玉米、小麦平均亩产量分别为422．5公斤、354．5公斤、146．5公斤．比1952

年分别增长89．5％、184．7％、161．6％。五是发展经济作物．扩大烤烟种植面积，提高经济效益。1987年。

全市种植烤烟面积103880亩，产量1351．3万公斤，产值3930万元，税金1601．5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22．7％。六是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扶持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曲靖的工业生产，走过了曲折的历程。50年代初期，曲靖、沾益两县的工业十分单薄。只有少量的手工

业．没有现代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是工业发展的起步阶段．1957年工业企业发展

到了37个。工业总产值1122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I％。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发

展工业急于求成．受到了挫折。1958年在全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以钢为纲”。全县调集6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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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炼钢铁．既冲击了工业。又使农业大伤元气。得不偿失。。大跃进”中，盲目发展工业．大搞企业“升级过

渡”，使工矿企业猛增到119个。由于脱离实际和管理混乱，造成许多工业企业亏损。难以维持。1963年以

后，不得不进行调整。令一批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下马。1964年．工业企业降到54个。工业总产值降至557

万元。仅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14．1％。1965年以后．一批。三线”企业陆续迁入曲靖，省、地也在曲靖兴

建了一批工业企业。形成了中央、省、地、县四级企业并存的局面．初步奠定了曲靖的工业基础。第三和第

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1975年)，处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工业生产受到了多方面的干扰破坏．但’

仍在困难中前进。煤炭、卷烟、化工、机械、轻纺等一批骨干企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建设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

1980年)。T业生产开始回升。1978年，市属工业企业发展到95个，工业总产值3434万元，占工农业

总产值的26．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乡镇企业．

迅速兴起，工业投资增加。大批工业企业得到技术改造，使工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0年，市辖区工业总

产值达15155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7．8％。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1985年)。国家对工商企业实

行利改税，在工业企业中积极推行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翩，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竞争机制，调

整产业结构，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等。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大大加快了工业发展的速

度。1987年。市辖区内工业总产值达85908万元．比1980年增长4．7倍。1980年至1987年的|7年问。工

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8．1％。

髓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踟年代以后。商业系统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商业企业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经理负责制。转换经营机制。拉开分配档次。调

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1987年，全市商业零售机构4232个。从业人员7906人。其中个

体商业3522个。从业人员4710人。社会商业总产值15285万元。比1983年增长87％。社会商品零售总

额33829万元．是1952年的27．6倍，比1978年增长2．7倍。农副产品采购总额10692万元．是1952年的

77．8倍．比1978年增长3．1倍。

70年代以前。曲靖的建筑业发展缓慢。1978年曲、沾两县辖区内建筑业总产值仅有3867万元，净产

值1312万元。进入80年代以后．建筑业发展速度加快。1987年，市辖区内建筑企业(队)已发展到110

个，职工23880人。其中：全民所有制建筑企业21个。职工6610人；城镇集体所有制建筑企业5个，职工

839人；农村建筑队“个，职工16431人。建筑业总产值15878万元。净产值4374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

长了3．1倍和2．3倍。1978年至1987年的9年间。建筑业总产值和净产值年均递增分别为17％和

14．3％o．’

曲靖是云南东部地区的交通枢纽。贵(阳)昆(明)和昆(明)柏(果)两条铁路在市内的西平交汇，通过

市境的里程123公里。滇黔、滇川公路和昆明至滇东北的公路都从这里通过。1987年有公路131条，总长

1320公里。全年汽车运输：货运量592万吨。货运周转量44556万吨公里；客运量996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26268万人公里。铁路运输：发到货量290万吨，客运量150万人次。

1987年，全市有邮电局(所)26个，邮电业务总量208万元。运输和邮电业总产值10712万元，比1978

年增长103．7％，净产值4220万元。

1983年成立曲靖市以后．在产业结构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87年，第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

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2％、52．3％、25．8％。与1983年比较．第一产业减少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

8．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减少1．8个百分点。1987年第一、二、三产业劳动者人数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71．3％、15．5％、13．2％，与1983年比较。第一产业劳动者人致减少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长4．6个百分

点，第三产业减少0．6个百分点。总之。第二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正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但第三

产业发展缓慢．成为曲靖市经济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

1987年，曲靖市财政收入7043万元．比上年增长46．5％．比1978年增长2．2倍。财政支出6189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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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长29．3％，比1978年增长3．3倍。

随着经济的发展。曲靖的城市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明洪武二十年(1387)兴建曲靖府城，“周六

里三分”，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城区逐渐向北扩展，至1949年底，城区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

城区人口1．7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城市建设，曲靖县自1956年至1981年

间。先后5次编制、修订曲靖城市规划。1984年，在中共曲靖地、市委领导下。编制(曲靖市城市总体规划)，

经云南省人民政府于1985年5月批准实施。曲靖市的城市建设坚持依托老城、发展新区。在建设新区的

同时逐步改造老城的原则，正确处理了新区与老城的关系，城区继续向北扩展。1949年，城区原有街巷42

条。总长11．5公里，面积5．15万平方米。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振兴。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增加，加

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到1987年。市区拓修、新建道路已达59条。总长31．5公里。面积56万平方米，分别

为1949年的1．4倍、2．7倍和10．9倍。1978年建成区为3平方公里。1983年为5平方公里，1987年达到

1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约13万人。分别比1949年扩大了5．6倍和6．6倍。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公共

交通、城市供水、园林绿化、城市雕塑、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城市管理等方面也同步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在加快城区建设的同时，注意了村镇建设，西平、花山、越州、三宝、东山等5镇建设发展很快。逐步形

成了以市区为中心。以重点集镇为卫星，以广大农村为依托的城镇体系。增强了城市的中心作用和辐射功

能。

兰

曲靖文化悠久。珠街八塔古墓群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文物。说明二千多年

前这里的文化已相当发达。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常颊督修入滇道路(即“五尺道”)。从今宜宾通至曲

靖。随着道路的开通，促进了曲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越州杨旗田出土的爨宝子碑(立于东晋义熙元年，

公元405年)和在曲靖发现的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都会盟碑(立于大理明政三年，公元971年)。两碑均为

国务院于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碑刻。是爨文化的物证，反映了一千多年前

这里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反映了当时这里的书法、石刻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明代

这里已出现戏曲演出活动，在民间流传较广的有花灯、滇戏、木偶戏等。民国时期。曲靖、沾益县城开始出

现剧团、戏院。经常开展演出活动。民国34年(1945)。著名戏剧家田汉曾带领“四维剧团”来曲靖演出(江

汉渔歌)等现代剧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化建设，有组织

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1987年，市辖区内有文化馆3个，文物

管理所1个，农村文化站17个。图书馆3个，国营书店4个．影剧院28个(其中农村18个)，电影放映队嘶

个(其中民办34个)，剧团3个。轻音乐团1个．出版报纸、期刊12种。市内设有调频广播电台。各区有广播

站。乡设广播室。广播人口覆盖率达90％．电视人口覆盖率75％。

曲靖的教育事业开创较早．明代南宁县(曲靖)、沾益州(沾益县)就开始办学宫、书院．以后又兴办义

学、私塾，实行官学与私学相结合的形式，纳入封建社会科举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影

响，清政府决定废科举、办学堂。清代末年，曲靖开办小学堂、中学堂，成为近代教育的开端。民国时期。小

学、初中、高中、师范学校又有发展。逐步形成现代教育的格局。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不重视教育，经费困难，

师资不足，教学设备落后。加上战争频繁，教育事业发展十分缓慢。1949年，曲靖、沾益两县仅有中学3所。

小学286所，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20％。

1950年，人民政府积极恢复、发展教育事业，贯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曲靖、沾益县

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受到冲击和破坏，教育秩序混乱，教学质

量下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

略任务之一，使经济、社会、教育一体化。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培训教师、提高教师待遇、改

革学制、分级管理、推行十年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o

1984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检查验收的基础上，批准曲靖市为全省第一批普及初等教育的县(市)。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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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评为全国100个扫盲先进县(市)之一。1987年。市辖区内有小学719所。中学56所(其中完全中学

22所)，农职业中学6所，中等专业学校7所，技工学校4所，高等院校2所。近几年成人教育发展很快。

1987年有函大、电大、夜大学员500余人，参加自学大学考试近2000人，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材。

50年代初期，曲靖、沾益县科技事业十分薄弱。两县仅有科技人员40多人。60年代初，两县分别成立

科委，并建立县农业科技研究所、农业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文化大革命”时期，科技事业受到干扰破

坏，科技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科技工作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87年，市辖区

内科研机构发展到9个，有科研人员285人，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125人。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

．员共计21322人。其中：市属8702人．地属6590人，中央和省属6030人；高级职称482人，占2％。中级职

称4220人。占20％。初级职称13209人。占62％。未定职称人员3411人。占16％。

1977年至1987年，曲靖市获各级科技成果奖共计283项。其中：省级奖24项，小发明奖3项，地区级

奖72项。市(县)级奖187项。通过推广各项科学技术。有力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曲靖的医疗卫生事业源远流长。旱在唐宋时期，城里就设有医堂、药铺。为百姓诊病、卖药。清光绪年

间。城镇医堂、药铺已发展到37家。西医传入曲靖较晚。光绪二十五年(1900)，英国传教士来曲靖传教。首

次把西医药传入曲靖。随后在县城办起了中、西医药店，诊病卖药。1949年以前，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缺医

少药，饱受病灾的威胁。清同治四年(1865)和光绪二十二年(1898)，蓝靖、沾益两次发生鼠疫大流行，死亡

3500余人。民国31年(1942)，曲靖霍乱大流行，仅县城内发病902人。死亡416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曲靖市的医疗卫生、防疫保健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7

年。市辖区内有医疗卫生机构165个。其中医院13个，区卫生院17个，共有病床2795张，为1950年的56

倍，平均每万人有病床35张，有卫生技术人员2847人。为1950年的17倍．平均每万人有卫生技术人员36

人。按全市总人口计算。传染病的发病率已控制在十万分之五百以下，基本上消灭了1949年前的主要流

行病。如斑疹伤寒、鼠疫、霍乱、回归热、疟疾、麻诊、脊髓灰质炎等。近几年，随着医疗设备的更新和医疗技

术的提高。医院已能进行断肢再植、肾切除、肺叶切除、脑瘤摘除及心脏瓣膜缺损修补等手术。80年代以

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多胎率由1983年的10％下降刭1987年的3％，人口自然增长率降

至8．2％0。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计划生育手术4万例无事故，受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表彰。

1949年以前，曲靖、沾益县没有体育机构。体育场地很少．除学校体育外，没有开展过全县性体育活动，

体育事业发展缓慢。1950年以后，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56年，成立县体育协会，

1960年成立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全县的体育工作。从70年代开始，县体委重视培训体育

运动骨干，先后为云南省体校输送大批体育运动人材。其中。胡华在1973年参加北京国际跳水邀请赛中，

获女子100米蝶泳冠军、200米蝶泳亚军。胡玲在1973年参加全国游泳比赛中，女子200米仰泳成绩2分

50秒3。破全国少年纪录。进入80年代以后。曲靖市体委积极组织学生、职工、农民开展多种类、多层次、

多形式的体育活动，体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87年全市体育人口已达25万多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

32％，在体育社会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四

曲靖，是80年代在云南东部崛起的一座工业城市。从‘1980年开始，工业总产值以年均递增28％的速

度发展。现已成为云南省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曲靖市的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地理区位优势 曲靖地处昆明、贵阳两省会的中间地带，早已是滇东的交通门户和商业集散地。市境

内交通干线多、密度大、运力强。贵昆、昆柏两条铁路通过市内9个乡镇．在市境内的里程123公里，有客

货中转站3个。滇黔、滇川公路纵贯市境143公里．与市内的省、市、乡村公路紧密联接。1987年．全市公

路总长1320公里。20个乡镇全部通车。市内交通方便。

曲靖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水利条件良好。农业发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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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自然资源优势矿产资源，已探明储量较丰富的有煤炭、磷矿、陶瓷土、石灰石、耐火粘土等。此外，还

有硅砂土、大理石和铁、铝、锌、铜等金属矿藏，建材工业原料充足。

“两烟”优势 曲靖是云烟的重要产区，是国家83个优质烟商品基地之一。1987年种植烤烟10．39万

亩。总产量1351．3万公斤。产值3931万元。税金1601．5万元。占全市当年财政收入的22．7％。

曲靖卷烟厂是市辖区内的大型企业之一，设备具有80年代国内先进水平，主要产品有石林、吉庆、五

朵金花等8个品种。其中石林牌香烟是全国13种名牌产品之一，吉庆和五朵金花牌香烟为省优产品。

1987年生产卷烟46万箱，产值3．08亿元．税金3．03亿元，利润3410万元。烤烟和卷烟总产值为3．47亿．

元。占区域国民生产总值的38．8％，是区域的一大经济优势。

区域工业发展潜力1987年，曲靖的现代工业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卷烟、煤炭、电力、冶金、机

械、化工、建材、纺织、食品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1987年辖区工农业总产值(现价)lO．88亿元．其

中：农业总产值2．76亿元。占25．37％；轻工业总产值5．12亿元。占47．06％；重工业总产值3．0亿元。占

27．57％。曲靖水、煤等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工业基础较好，进一步发展工业具有很大的潜力。

曲靖人民勤劳勇敢，富有革命创造精神。早在20年代末期。曲靖就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宣传革命理论，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曲靖．曲靖人民积极支援红军作

战。抗日战争时期，曲靖、沾益两县党的地下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教亡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

党积极组织武装斗争，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1948年9月5日，在边纵三支队接应下．中共沾益中心县委

领导播乐中学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为云南的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曲靖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工很大的成

绩。充分显示了曲靖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曲靖的优势已逐步为各级领导所认识，中共曲靖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全

市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制订了曲靖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

及总体规划。为把曲靖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民富裕、环境优美的发达地区而奋斗。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振兴曲靖，前景光明。曲靖人民的奋斗日标必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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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赢政)=+六年(前221l

秦王朝派常颏督修入滇道路。从今四川宜宾通至曲靖，路宽五尺，称为“五尺道”o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

置味县(治所在今西山乡一带)。属益州郡，这是曲靖建制的开始。

三国蜀后主建兴元年(223 J

益州郡耆帅雍闻、孟获杀死太守正昂，远通吴国反对蜀国。蜀国派张裔继任益州太守，被雍闻、孟获缚

送吴国。孙权遥授雍阅为永昌郡太守。与此同时，越臀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东南)、群舸郡(治所在今贵

阳附近)也响应雍闺．相继叛蜀。

三国蜀后主建兴三年(zzsl

三月 蜀国兵分三路征讨南中。雍阎、盂获率领自己的武装北上。驰援越臀郡叟帅高定。当蜀军进驻

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时，雍闻突然被高定的部曲所杀，引起混乱。蜀军乘机出击，击杀了高定。孟获代

雍阅为主帅，率领部队向滇东撤退。

五月 诸葛亮率军渡过泸水追击盂获。此时，马忠、李恢也率军进入益州郡，与诸葛亮声势相连，将盂

获包围在盘江上游一带，经过交战。孟获被擒。

秋南中叛乱全都平定。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领18县，以李恢为太守，把郡治由滇池县迁到味县；把

床降都督从平夷县(今贵州毕节)迁到味县，以李恢为都督，统辖南中七郡。味县开始成为南中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

三国魏元帝景元四年(z63l

冬魏灭蜀。建宁郡太守、康降都督霍弋“率六郡将守”降魏。仍受命为床降都督。

西晋泰始元年(z6sl

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仍任命霍弋为康降都督，并领交州刺史。

西晋泰始七年(271)

八月西晋将原隶属益州的建宁、云南、永昌、兴古4郡分出，设置宁州，治味县。

东晋永和元年t34s)

爨氏首领投靠东晋。与大成国断绝关系。成为南中的实际统治者。味县为爨氏统治中心。

南北朝宋元嘉九年(432J

宁州各族人民起义，宁州刺史爨龙颜“收合精锐五千之众”(<爨龙颜碑))镇压了这次起义。

隋开皇五年【585)

隋文帝任命韦冲(即韦世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爨氏统治地区。韦冲到达南中，爨震及西爨首领

。皆趋府参谒”。总管府驻味县．下辖恭州、协州和昆州。

隋开皇+七年(597l

以昆州刺史爨舐为首的地方贵族起而反抗。隋文帝派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兵镇压。

隋开皇十八年(598)

爨舐复反。隋文帝再派杨武通为行军总管率兵征讨爨氏，俘获了爨舐及其子爨宏达等，押至长安，爨

舐被杀．“诸子没为奴”((新唐书·南蛮传))。爨氏受到沉重打击。



8 曲靖市志

唐武德元年(618J．

唐开南中，命爨宏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通鉴>卷188)。同时。“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

至南宁。治共范川”(今三岔)((新唐书·南蛮传下·两爨传))。招降南中各部。

唐武德四年(621 J ：。，

复置南宁州总管府．治味县，以爨宏达为都督。

． 唐贞观八年(634)

改南宁州都督府为郎州都督府。

唐开元五年(716) ，

鼢州都督府复名南宁州都督府。 j

唐天宝四至五年(745--746l‘

爨氏首领联合反唐．唐朝命云南王皮罗阁率领洱海地区的地方武装与在南中的唐朝官兵共同镇压爨

氏叛乱。爨氏内部发生内讧，受唐朝支持的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杀了驻石城(今曲靖城关)的南宁州都督爨

归王和昆州都督爨日进。爨归王的妻子阿姹投奔南诏。爨氏内部开始分裂。

唐天宝六年(747J

皮罗阁利用阿姹向南诏求援的机会。率兵进攻爨区，杀了爨崇道及其子爨辅朝。?尽俘其家族羽党”·

爨氏从此一厥不振。 ·

唐天宝七年{745)
‘’

阁罗风(皮罗阁之子．继立为云南王)派昆川城使杨牟利，用武力胁迫西爨白蛮20万户迁徒于永昌城。

“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居林谷。故不得徙。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龙和以东。荡然兵荒

矣。”(<蛮书)卷四)

唐永泰元年(765) ，

南诏置拓东城，控制了整个爨区。结束了爨氏统治南中的历史。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

移到洱海地区。

唐贞元+年(794卜

南诏置石城郡于味县，属拓东节度。，j

五代十国后晋天福二年(937l

十二月 大义宁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依靠滇东“三十七蛮部”的武装力量。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大理

国政权。 。、7

北宋开宝四年(971)

大理国国王段素顺派宰相段子王示和驸马段彦贞率兵讨平滇东各部族的反抗后，在石城与三十七部首

领歃血盟誓，并颁赐职赏，立碑为记。

南宋宝桔三年11255)

兀良合台率蒙古军队攻下石城郡所属地区。

南宋宝桔四年(1256)

设磨弥(末迷)万户府，驻石城，辖石城千户、普磨千户(今越州)、纳垢千户(今马龙)。

元至元+二年(1275)

。立曲靖路民屯”(‘元史·兵志·屯田>)o

元至元十三年11276) ．+

建云南行省。设曲靖路总管府，石城千户改为南宁州，普磨千户改为越州。置沾益州。辖交水(沾益)、

石梁(宣威)、罗山(富源)3县。南宁州、越州、沾益州同属曲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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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 J

改南宁州为南宁县。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

春 明玉珍领导的红巾军一部分从四川三路进征云南。其中万胜(明--)率领的一路由界首(今宜宾

之南)入滇，下乌撒(威宁)。经曲靖攻占马隆(马龙)。梁王逃奔威楚(楚雄)，红巾军进而占锈昆明。

明洪武十四年(1381l

九月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

士征云南”。

十二月 明军攻克普定、普安，然后直下曲靖j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闻王师下酱定，遣司徒平章达里

麻将精兵十余万屯曲靖”((太祖实录>卷Z40)。明军进入曲靖，“忽大雾四塞，冲雾而行，阻水则(止)。巳临

白石江。顷之雾霁。达里麻望见大惊．仓惶失措。英则遣效千人从下流潜渡出其后，呜金鼓。树旗帜。达里

麻急撒众御之，阵动。英乃拨剑督师渡江，以猛而善四者先之，长刀蒙盾，破其前军敌气，索退数里而阵。

明军毕济”((沾益州志>)。傅友德“麾兵进战，矢石齐发，呼声动天地。战数合，生擒达里麻。俘其众万计。

友德悉抚而纵之，使各归其业。夷人见归者皆喜慰，而军声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镇其地。友德自率众数万

捣乌撒，分遣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师趋云南”(‘太祖实录)卷140)。

是年底沐英率兵进击越州土知州龙海所辖诸寨，驻兵汤池山。龙海投降，遣子入朝。朱元璋仍令龙

海为越_!}}l知州。
‘

明洪武十五年11382】

龙海叛乱，被沐英擒获流放辽东(今辽宁)，押解途中。死于盖州(辽宁盖县)。沐英命其子阿资继任越

州知州。

是年设曲靖军民府，治南宁。

同年 留镇曲靖的明朝军队开始屯田，播种800石(约3000多亩)。指挥刘壁筑大坝。水出木容箐(马

龙州境)，酾渠为三，造阐蓄泄水利，东南三乡四堡之田，威受灌溉。

明洪武二+年(1387l

建曲靖府城。

置曲靖卫。

是年朱元璋命令从湖广靖州、五开及辰、沅等卫新军中挑选45000人“于云南听征”，并购牛2万头．

。分屯曲靖、越州”。

同年越州土知州阿资叛，率众寇普安，烧普安府治。大肆掠夺。朱元璋命沐英会同傅友德进讨。斩其

头目满已青。

明洪武：十二年(1389J

正月 阿资退屯普安。倚仗悬崖进行顽抗。傅友德以精兵蹙之，蛮众缘壁攀崖，坠死者多，生擒1300

余人，阿资遁还越州((古越州志>)。沐英请置越州、马隆二卫断其退路，然后分兵追击。阿资走投无路，只

好投降。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

，置越州卫。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l

建南宁县署于“城中石子街学宫之右”(<南宁县志))。

十二月 徙越州卫于陆凉。阿资复叛，平羌将军何福督兵进讨。进至越州。阿资援绝投降。何福于险

要处置宁越堡加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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